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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周能兵

本报讯 《绍兴市越剧保护传承

发展条例》于近日经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批准，自2025年 1月 1日起施

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越剧保护和

发展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越剧发源于绍兴嵊州，以嵊州方

言和民间音乐为渊源，汲取昆曲、话

剧、绍剧等多种特色剧种艺术精华，

长于抒情，以唱为主，表演真切动人，

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越剧

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名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今年10月30日，绍兴市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绍兴

市越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

《条例》包含总则、保护传承、创

新发展、保障监督、附则共五章 32

条，《条例》详细规定了越剧保护传承

对象，凡具有历史、文学、美学、艺术

价值的越剧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

相关的实物、场所都在保护之列。

《条例》规定，文化旅游主管部

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越剧资源调

查，建立资料档案及数据库。对濒

临消失的越剧老腔老调、越剧服饰

样式等保护传承对象，文化旅游主

管部门应当立即予以记录并收集有

关实物，或者采取数字化保护措施

等其他抢救性保存措施。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越剧基础

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

划，合理配置演出剧院和传习场所，

支持越剧博物馆、陈列馆等特色展

馆建设。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越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体系，依法认定越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支持越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

传承活动。

《条例》十分注重越剧的创新发

展，不仅规定了内容创新、途径创新、

形式创新，还强调了体制机制的改革

创新、新型产品和业态的创新以及文

旅融合的创新，为越剧创新发展打开

了新思路。《条例》规定，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旅游主管部门

应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越剧数

字化平台，加强当代越剧文化培育开

发，大力振兴越剧艺术，提高越剧影

响力和传播力。

《条例》还明确规定，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越剧保护传

承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资源调查、创

作展示、人才培养、送戏下乡、传播

交流等事项，并要求文化旅游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人才工作综合主管部

门制定越剧人才培养规划和计划，

加强越剧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

美、研究等人才的培养教育，建立越

剧人才库，推进越剧人才队伍建

设。《条例》还确定，每年3月27日所

在周为越剧宣传周。

《条例》还提出了建设越剧文化

传承生态保护区等新理念和新规定。

保护传承发展越剧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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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27日所在周为越剧宣传周

记者 潘秀玮 文 通讯员 阮梁燕 摄

本报讯 “能不能每天都来看看我，我

们一起聊聊天。”近日，家住诸暨市东和乡

三坞村的王老伯在医生、护士临走前，拉着

他们的手说。与以往不同的是，王老伯这

次住院没有住进医院，而是在家住院，这也

是东和乡卫生院正式启动的首张家庭病

床，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个性化的医

疗服务。

近年来，随着东和乡常住人口老龄化

现象的日益加剧，以及青年人大量外出就

业，留守老人看病就医难题愈发突出。

王老伯今年70多岁了，几年前因缺血

性脑病导致一侧肢体活动不便，生活自理

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平时王老伯和老伴在

家，儿子则在外工作，老伴送他去10公里

外的医院就诊很不方便。了解到患者情况

后，东和乡卫生院向王老伯伸出援手，将其

列为该卫生院首位享受家庭病床服务的居

家患者。

不同于传统住院模式，家庭病床真正

实现了“病房安在家，医生走上门”。该院

通过家庭医生调查了解东和乡辖区内近期

出院的、病情相对稳定但仍需要继续治疗

的居家老人，以及需要中医康复治疗但因

客观原因无法去医院的居家老人、卧病在

床老人、重度失能老人、经常性医疗干预特

困低保老人等情况。组建由诸暨市中医医

院医共体专家、东和乡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及以上高年资的医师、中西医骨干医师、主

管护师、主管药师、心理咨询师形成家庭病

床团队为老年患者上门服务。

东和乡卫生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金

海涛细致评估了王老伯的病情，且一次次

上门为其诊疗。目前王老伯病情稳定，他

和家人都感受到了家庭病床带来的便利与

温暖。“以前每次送他去医院针灸，我都提

心吊胆，生怕他跌倒或受累。现在医生直

接上门治疗，治疗费用还进医保，真是既方

便又安心！”王老伯的儿子说。

“家庭病床服务的推出，不仅为像老王

这样的行动不便患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更体现了卫生院对山区老人健康需求的深

切关怀。”东和乡卫生院负责人介绍，通过

上门服务，卫生院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看病

就医的难题，还为他们带来了更加温馨、贴

心的医疗体验。

目前，该院积极响应绍兴市卫生健康

委关于“老年人看病就医更方便”五大行动

的要求，针对“老年人在基层看病就医不方

便”的痛点问题，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除

了率先启动的家庭病床服务，还同步开展

了看病就医“刷脸通”、常用药品“身边配”、

安宁疗护“居家伴”、预约挂号“村里办”等

创新服务。未来，东和乡卫生院将继续深

化服务模式创新，为山区百姓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诸暨市东和乡推出家庭病床服务

病房安在家里
医生护士上门

本报讯 近日，绍兴

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现场观摩会在嵊州举行，

在观摩点之一的嵊州市

科灵机械有限公司，一台

占地约4平方米、隆隆作

响的机器吸引了专家、农

户们的目光。工作人员

将一捆捆稻草从机器顶

部一处口子放入，不一会

儿，机器底部就不停“吐”

出直径约8毫米、长度约

5厘米的颗粒燃料。

科灵机械董事长马科

林介绍，他们所研制的机

器叫作水稻秸秆生物质燃

料造粒机，集粉碎、成型、

除尘等功能于一体，可以

将水稻秸秆制作成清洁又

高效的生物质燃料。

除了秸秆燃料化利

用，秸秆肥料化也是嵊州

市秸秆综合利用“五化”

（即原料化、肥料化、基料

化、燃料化、饲料化）之一。

在科灵机械的有机

肥实验车间，一堆堆棕黑

色土堆摆放成列，格外显

眼。据介绍，这些土堆是

由秸秆和蚕沙（蚕的粪

便）按照1∶2的配比，经

过发酵等一系列工序后

生产的有机肥。

“嵊州仅巴贝集团每

天的蚕沙产量就有近

200吨，直接用来做肥料

容易造成土壤碱化。因

此，我们就尝试通过秸秆

混合，制成优质的有机

肥。”嵊州市农技推广中

心主任赵洪介绍，水稻秸

秆粉碎后可作为氮原料，

配比好后再经过发酵，最

终生产出的有机肥没有

刺激性味道，也不会出现

肥害，质量很高。

据介绍，蚕沙+秸秆

发酵堆制生物质肥料富含

氮、磷、钾等元素，可以有

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结构，促进土壤

微生物的生长。今年，该

市已选取10位种粮大户

进行小规模应用推广，年

消纳水稻秸秆1万亩以

上。

“发酵工艺已经比较

成熟。目前，先让种粮大

户进行试验，自产自销，

效果好的话再逐步推

广。”赵洪说，当前，嵊州

有水稻种植面积约19万

亩，如果该项工艺推广，

可有效消纳全部秸秆。

农户如果自己制作，一年

的肥料都不用额外再买。

秸秆和蚕沙搭配
发酵后成有机肥

“秸”尽所能，嵊州这里的秸秆还能这样用

通讯员 闾高桥 邢吴波 王逸林 陈链芳

家庭病床服务。

红石榴班成立红石榴班成立
11月28日下午，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绍兴技师学院）

举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石榴班成立暨第一期学

员开班仪式，首期红石榴班学生40人。（通讯员 林欣 摄）


